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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各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要根据其

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做进一步的细化，根据其破坏程度的

大小来制定相应的标准。比如河道采砂、开采石灰这些项

目有时候并没有对环境造成太大破坏，石灰石的开采对

山体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仍旧要按这种标准缴纳环境

治理恢复保证金，大量的占用了企业的资金，不利于企业

的发展。又比如盐湖面积很大，开采的破坏也不大，所交

的保证金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更加合理的标准。

4. 建立与完善合理的新疆矿业资源税费征收机制：

适当调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收费标准；统筹考虑矿产

资源各税费之间的关系，相应提高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

取消不合理收费，能合并的尽量合并，以减轻企业负担，

方便征收。

5. 建议建立对资源开发企业职工的健康补贴和定期

体检制度，同时有关部门要进行定期严格的监督检查机

制，以保证矿产资源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同

时，对于资源开发地居民（农民）也要给予合理的补偿，可

以通过测算企业的资源使用成本，与征收的资源补偿税

费进行比较，差额要补交相关补偿费，上交地方财政用于

资源开发地居民（农民）的利益的保护以及改善民生。

6. 建立与完善矿业资源利益分配机制。要根据市场

变化和矿区等实际情况研究动态调整矿产资源开发使用

的相关费用标准，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权利金制度；动态调

整中央和新疆地方政府资源收益分配比例，收益分配向

资源所在地政府和当地居民倾斜，同时考虑新疆地方政

府之间的资源收益分配，在新疆内部实行差异化的利益

补偿机制，平衡地区间的利益，最终实现新疆经济和社会

的和谐发展。

【注】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基于宏观环境会计视角的新疆自然资源耗减核算研究”

（编号：12CJY011）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利益分配视

角下新疆矿业资源有偿使用中的成本补偿税费问题研

究”（编号：13CJY1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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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营改增”政策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行业牵

涉其中。2013年6月2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

发的《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
号），决定从 2013年 8月 1日起，将广播影视服务纳入“部

分现代服务业”范畴。本文针对广播影视服务业自身行业

特点，结合“营改增”相关政策，对广播影视服务业“营改

增”前后的税负进行分析，并针对税负增减变动提出了相

关政策建议。

一、“营改增”对广播影视服务业税负的影响

根据广播影视服务业“营改增”政策，年应纳税所得

额小于500万元的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年应纳税所得

额超过500万元的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小规模纳税人

采用简易征收的办法，按3%税率计证增值税，对一般

纳税人按6%的税率计征增值税。

1. 广播影视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分析。在“营改

增”之前，广播影视“制作、发行”服务按照“服务业”缴纳

5%的营业税，“放映”属于“文化体育业”范畴，缴纳 3%的

“营改增”对广播影视服务业的税负影响

赵顺娣（教授） 张十根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江苏镇江 212013）

【摘要】“营改增”新一轮改革试点将广播影视服务业纳入其中，必将对相关企业税负产生影响。本文对广播影

视服务业实行“营改增”的相关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分析了“营改增”对该行业税负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广播影视服务业 营改增 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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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营改增”后，广播影视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统一

按照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由于营业税是“价内税”，价税不分离，按含税营业收

入全额征税，“营改增”前应交营业税=含税收入×营业税

税率，该营业税率就是实际税率；而增值税是“价外税”，

价税分离，计税基础是不含税的收入，“营改增”后应交增

值税=含税收入÷（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此处的

增值税税率并不是实际税率，实际税率=1÷（1+增值税税

率）×增值税税率。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营改增”前后，

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实行“营改增”之后，广播影视制作、

发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由“营改增”之前的 5%下调为

3%，实际税率由5%降低为2.91%，实际税率降低了2.09%；

广播影视播映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虽然没有变动，但实

际税率由 3%降低为 2.91%，实际税率降低了 0.09%。由于

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金不能抵扣，所以“营改增”后，影

响广播影视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税负的主要是税率。综

上可以看出“营改增”以后，广播影视服务业小规模纳税

人的实际税率都下降了，其税负也下降。

2. 广播影视服务业一般纳税人税负分析。与广播影

视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一样，在“营改增”之前，广播影视

“制作、发行”服务按照“服务业”缴纳5%的营业税，“放映”

属于“文化体育业”的范畴，缴纳 3%的营业税，不同的是，

“营改增”后，广播影视服务业一般纳税人统一按照 6%的

税率征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前后税率计算原

理与小规模纳税人相同，参照可以得出一般纳税人“营改

增”前后税率变化情况，详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营改增”后，广播影视“制作、发行”

服务的实际税率由 5%提高到了 5.66%，实际税负提高了

0.66%；广播影视“播映”服务的实际税率由 3%提高到了

5.66%，实际税负提高了2.66%，可见广播影视服务业一般

纳税人的实际税率都提高了。但是与广播影视服务业小

规模纳税人不同，一般纳税人进项税可以抵扣从而使企

业实际税负下降，所以不能简单地说税率提高税负就会

增加，而需要根据广播影视服务业成本中能够抵扣的进

项税金的情况具体分析。

二、举例分析

1. 假设某广播影视服务业为一般纳税人，年营业收

入为 a万元，企业可以抵扣金额与年营业收入保持线性正

相关关系，即可抵扣金额=年营业收入×b，其中 b是相关

系数，并假设所有进项成本统一按照 17%的税率进行抵

扣。

2. 建立相关模型，设流转税税负为因变量，用Y表

示，其中Y1表示“营改增”前应缴纳的流转税税负，Y2表

示“营改增”后应缴纳的流转税税负；企业年营业收入和

可抵扣金额占年营业收入的比率为自变量，年营业收入

用 a表示，可抵扣金额占年营业收入的比率用b表示，据此

可以得到以下计算模型：

“营改增”前应缴纳的流转税税负计算模型Y1=a×5%
（或3%）

“营改增”后应缴纳的流转税税负计算模型Y2=a×
6%-a×b×17%

税负率=应缴纳的流转税税负÷营业收入

3. 分析思路与方法。根据建立的模型，首先计算出无

差别平衡点抵扣率，也就是使广播影视服务业“营改增”

前后税负一致时可抵扣金额占年营业收入的比率；其次，

围绕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设置几档不同的可抵扣金额

占年营业收入的比率，使之分别大于和小于无差别平衡

点抵扣率，并据此分析不同抵扣率情况下企业税负增减

变动情况。

假设该广播影视服务业年营业收入为5 000万元。

（1）计算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根据公式（1）、（2）及

上述已知条件可得：5 000×5%=5 000×6%-5 000×b×
17%，解之得：b=5.88%；5 000×3%=5 000×6%-5 000×b×
17%，，解之得：b=17.65%。

根据以上的计算结果我们可知：广播影视制作、发行

企业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为5.88%；广播影视播映企业的

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为17.65%。

（2）分析“营改增”前后企业税负增减变动情况。根据

计算出的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对广播影视制作、发行企

业选取可抵扣金额占营业收入2%、4%、5.88%、10%、20%五

档比率，分别分析比较“营改增”前后企业税负率差异及

行
次

①
②
③
④

企业类型
税率变动

“营改增”前税率

“营改增”后税率

“营改增”后含税销售额实际税率

“营改增”前后实际税率变化

广播影视制作、
发行企业

5%

6%

5.66%

0.66%

广播影视
播映企业

3%

6%

5.66%

2.66%

表 2 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前后税率变化

注：③“营改增”后实际税率=1÷（1+6%）×6%≈5.66%，④
“营改增”前后税率变化=③-①。

行
次

①
②
③
④

企业类型
税率变动

“营改增”前税率

“营改增”后税率

“营改增”后含税销售额实际税率

“营改增”前后实际税率变化

广播影视制作、
发行企业

5%

3%

2.91%

-2.09%

广播影视
播映企业

3%

3%

2.91%

-0.09%

表 1 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前后税率变化

注：③“营改增”后实际税率=1÷（1+3%）×3%≈2.91%，④
“营改增”前后税率变化=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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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税额的影响；对广播影视播映企业选取可抵扣金额

占营业收入的 5%、10%、17.65%、20%、25%五档比率，分别

分析比较“营改增”前后税负率差异及其对税额的影响。

具体情况见表3（金额单位：万元）。

从表 3可以看出：对于广播影视制作、发行一般纳税

人，当可抵扣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率（2%、4%）小于无差

别平衡点抵扣率（5.88%）时，实行“营改增”后企业税负增

加，分别给企业当年增加税收支出 33万元（2%）和 16万

（4%），且可抵扣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越小，“营改增”后

税负上升越明显；当可抵扣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率等于

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5.88%）时，实行“营改增”前后企业

税负不变；当可抵扣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率（10%，20%）大
于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5.88%）时，企业税负呈下降趋

势，企业当年分别减税35万元（10%）和120万元（25%），且
可抵扣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越大，“营改增”后税负下

降越明显。对于广播影视播映一般纳税人情况也是类似。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广播影视服务业实行“营改

增”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下降；一般纳税人由于税率

上升，需要结合可抵扣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率来具体分

析。当可抵扣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率小于无差别平衡点

抵扣率时，营改增后税负是上升的，并且可抵扣金额占营

业收入的比率越小，增税效果越明显；反之，当可抵扣金

额占营业收入的比率大于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时，营改

增后税负是下降的，并且可抵扣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率

越大，减税效果越明显。

三、政策建议

广播影视服务业实行“营改增”是我国

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税收结构性减

负的重要举措，但是部分企业的税负不可避

免会增加。为了能在这场改革中趋利避害，

笔者提以下几点建议：

1. 扩大增值税进项抵扣范围，使广播影

视服务业增值税抵扣链条更加完整。比如电

影拍摄经常要去外景地，如农村或者国外，

很多费用是不能抵扣的；电视剧、电影制作

环节很大一部分费用来自演员片酬，这部分

也不能抵扣；在房价高企的背景下，房租、场

地租赁费节节攀升，这部分费用也不能抵

扣。如果这些进项税能获得抵扣，则企业税

负将大为减轻。

2. 对于改制前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无

论纳入试点与否，在同等条件下，应尽量考

虑从试点地区购买营业税应税劳务，索取合

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及时到税务机关认

证，争取在实行“营改增”后获得抵扣从而降

低税负。

3. 广播影视服务业实行“营改增”之后，

购进设备、固定资产、货物或者劳务作为进

项税能够获得抵扣。因此对于被纳入试点的

企业，在改制前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在可以的情况下，尽

量考虑推迟购买货物或劳务。待改革开始后，申请成为一

般纳税人资格，再行进行采购，可以获得进项抵扣减少税

收支出。此外，对于在“营改增”过程中税负增加的企业，

国家和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企业应

积极关注，满足条件的企业要积极申请相关财政补贴，从

而减轻企业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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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类型

制作
发行

播映

营业
收入

5 000

5 000

可抵扣支出占
营业收入比重

2%

4%

5.88%

10%

20%

5%

10%

17.65%

20%

25%

时期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税负
金额

283①
250②
266

250

250

250

215

250

130

250

257.5

150

215

150

150

150

130

150

87.5

150

税负率

5.66%③
5%④
5.32%

5%

5%

5%

4.3%

5%

2.6%

5%

5.15%

3%

4.3%

3%

3%

3%

2.6%

3%

1.75%

3%

税负率
差异

0.66%

0.32%

0

-0.7%

-2.4%

2.15%

1.3%

0

-0.4%

-1.25%

“营改增”前后
税负差异

33

16

0

-35

-120

107.5

65

0

-20

-62.5

注：①“营改增”后税负金额=5 000×6%-5 000×2%×17%=300-17=283；
②“营改增”前税负金额=5 000×5%=250；③“营改增”后税负率=283÷5
000=5.66%；④“营改增”前税负率=250÷5 000=5%。

表 3 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前后税负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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